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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退休職員 西礁子 

前言：筆者在前兩回文中報導杏林人馬訪問哈佛醫學院留下了瀟灑亮麗身影，

只說到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而已，其實精彩的內容並不少，尚未著墨。昨晚因

接「楓城新聞」主編來電告知表示「楓城」對古早發生過的事情缺乏相關訊息，

對「古早楓城雪泥鴻爪」這個系列作品頗感興趣，希望能有更多故事內容讓人

回味，要請筆者多加努力。惟退休多年猶鼓起餘勇一筆一字記述往事，雖略感

艱辛愚魯，然在知悉楓城大眾尚對這些陳年往事趣味有感，理當恭敬不如從命，

今後豈能畏筆耕孤寂勞苦，就算是搜盡枯腸淘空虛脫也要戮力從事增益一些有

趣的內容，並希能有所貢獻，祈以鞠躬盡瘁竭盡所能以為報效以盡言責。但也

許事隔多年，僅憑記憶所及以及手頭些許零碎資料，有時難免會掛一漏萬或致

生粦誤，仍希讀者諸君閱後一笑置之，庶幾悠嫻以趣味視之可也。 

    因為哈佛醫學院院長在歡迎杏林哈唱團到訪時致歡迎詞後對「台大人」似
乎有著特別的期許，在演講中特別講解New pathway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以

致陳慧玲（現任台大醫學院小兒學科教授，台大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於「美

加點滴」一文中特別提出New pathway是當時參訪哈佛醫學院的最大收獲，並強

調「主動學習」的中心精神，除了用在求學外，還妙用無窮，其感覺是杏林在

哈佛唱完「望春風」這首歌加上一句「Try new pathway」馬上就化無奈為生機，

最後還要請大家各位今後如果試用New pathway成功的話，必定要別忘傳授一番，
把這個新方法推廣到國內來。而哈佛醫學院院長演講主題內容的這個部分也就

是筆者在前文Part Ⅱ-6文中所匆忙忽略過去的地方，謹此特別向讀者諸君及陳

慧玲教授誠懇致上萬分歉意，宥請海涵。 

一、杏林訪美巡迴演唱道道地地國民外交  

話說托哈佛帥哥陳為堅先生（現在台大公衛學院院長）的福，杏林合唱團

除了為哈佛醫學院熱誠的接待，該院院長與教授們特別安排與到訪的台大人合

影留念，並聆聽了院長特別的演講，因而可以實質的沐浴到哈佛大學珍貴難得



的教益，雖然千里奔波遠涉重洋，這應該是一件人生非常可喜的際遇。而「杏

林」也能機緣湊巧地把握住這個美好的時機，把台灣民間藝術優美的歌聲自自

然然地傳送到哈佛這個崇高的學術殿堂，讓西方學界在這個巧妙的時空也能直

接接受到東方藝文難能可貴的真實訊息，絲毫不費功夫地造就了實實在在的東

西文化交流活動。相信這樣如此真槍真刀真功夫的文化交流效益，是要比官方

一板一眼的外交文宣動作要強得太多，這才是真正道地的國民外交，不是蓋的。 

二、哈佛成功辦學，謙卑不居功  

    杏林人馬在哈佛大帥哥陳為堅帶領下參觀Harvard Yard並且Walking in the 
campus，哈佛校園綠色的喬木和灌木樹叢廣佈稠密，但並不是如德州奧斯丁大

學及密士西比州立大學那樣多的古老樹木參天的盎然古意繚繞模樣，但只覺得

是一大片濃蔭遮天，空氣清新，十足的原野風光。我們首先走訪了綠蔭下的哈

佛大學創辦人紀念館，哈佛先生半身銅座像就樹立在館前的樹旁，平易近人，

整體的規模不大與平常人的高度稍高一些，在看過簡介簡短的文字之後始知這

位聲名卓著的偉大學人—哈佛土地公真是一派學人風範，以德服人，並不在乎

自己的外在形像是否塑造得偉大壯觀，讓參觀的來賓未入門就先上了非常有意

義的一課。紀念館的房舍看起來也是普普通通的樣子，並不是宏偉壯觀的高樓

大廈，愈是顯得其平淡、平凡、平實的作風，卻是愈令人欽佩起敬。尤其是館

內陳列紀念哈佛先生的半身銅座像在吾人的印象中好像要比館前那座小小的半

身銅座像還要小了好幾號，可見得是其就是要蓄意存心的要顯示出哈佛先生特

別謙卑絲毫不居功的辦學態度。在在的是在說明哈佛大學能有今天如此非凡的

成就並非是創辦人哈佛先生個人的成就，雖然哈佛是私人興學，能有今日舉世

知名無人能及，辦學、教學、治學的如此無比規模，與在學術上所有贏得的聲

譽，耀眼的榮光，全都是廣大的社會民眾同心協力，支持奉獻促進學術進步，

向上發展，眾志成城才能有如此輝煌的成果。 

三、哈佛大學獨領全球教育風騷與時俱進  

    從哈佛紀念館內的文字記載介紹知道哈佛大學起始是由哈佛家族籌集資金

興辦的，但後來幾乎大部份辦學的經費都是透過該校的基金會募集社會各方的

捐獻而來，乃是因為哈佛創辦人全心全力認真辦學有成，因而得到社會大眾廣

泛的認同，民間文教團體、企業界、工商界等大力的支持響應，而適逢當時美

國官方對私辦教育尚未有良善的輔導落實政策在財力方面予以支援，加以素來



公辦教育成績平平，更激發社會民間資金大力挹注捐助私辦優良之教育事業。

於是捐助哈佛辦學之社會各界資金源源而來，組成各式各樣的基金會，其辦學

於是乎幾乎是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的參與及監督辦學，愈趨良善，以提高教育素

質及學術水準來配合適應社會走向高度發展的實際需要，其多少是以模仿英國

及歐洲諸國高階學術水準及嚴格講究教育素質先進的貴族學術為榜樣與參考的

標的，是以培養特殊優秀人才（elite）為其宗旨依歸。學雜費要比州立大學高數

倍，私人開支有關的教育消費更是驚人，不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負擔。尤其是

要求申請錄取入學的學業成績，優良之規格嚴格非常，但對具有特殊優異才智

者設有全額獎學金，足供其學習之所需一切之開支，以作育英才。是故逐漸形

成一個特殊的上層社會階層，特別是政治理論思想學術重鎮領導人材的階層，

甚至於領導大政，型塑政治思潮，國家的政治政策謀略，執行策略技術方針等

等…均受到其深遠的影響，哈佛翹首美國教育風騷，與時俱進，無可限量，令

人艷羡。 

四、台灣教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反觀目今國內私人辦學卻大異其趣形同開學店，除了奇貨可居，對學子橫
徵暴歛，甚或政商黑金糾結，常常藉借民意施壓要求相當於公立學校的公費輔

助，政策比照等等，概看似乎合理，實則不然。時常藉口公平無所不用其極設

法佔有公眾的利益，其不倣效外國私校有板有眼之正規經營便罷，卻在辦理入

學招生大開後門，以廣招徠，一切往錢看，只要有報考保證有錄取，還要擔心

招生不足額的問題，尤其是在台灣發生「少子化」的問題之後，豈不可笑？教

育主管部門既然沒有良善的教育對策，主政者更幾乎完全沒有對國家需要的建

設人力作出完善規劃來因應確切地來執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教育部長如

走馬燈，五日京兆的主政者席不睱暖的確是大大不幸，等於是放羊吃草，助紂

為虐。以致學士、碩士、博士滿街走，多的是畢業即失業。反而是社會各階層

需要勞動力人口孔急，而主政者猶漠視如此怪現象，無能作為，言不及義，草

草只以進口廉價勞工，便宜行事來救急。怪不得2.2k已經不是待遇高低的問題，

而是成為是否值得的問題，豈不可悲！？ 

五、輸出高教育水準，輸入低教育外勞  

    總而言之台灣現時如此就業環境是否尚須法定耗費大量國力資材，教育經
費來製造如此龐大數字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而每年尚須自外國進口勞工數萬



人。並且高教育水準之青年在國內如難以得到良好發展，只好往外移出發展尋

求生路。而移入國內之勞力人口已經約有數十萬人之眾，是屬於低教育水準者，

卻逐漸定居下來發展生活。如此一來一往，台灣虧很大！「台勞」在外國遭到

剝削時有所聞，而「外勞」在台影響治安時有發生，已經不是新聞。雖然是美

稱之為世界地球村可為台灣增加生力軍，惟素質堪虞，主管進口外勞是否有經

過完善之篩選，不可不慎，否則反而成為社會問題的始作蛹者，遺害無窮，噬

臍莫及。況且教育是百年大計，除牽涉到國計民生，也關乎民族命脈與生活素

質及文化發展，源遠緜長，是十分需要有非常良善的規劃，不能任由一些無知

無覺者，胡亂地抱殘守缺，墨守成規，草草應付了事，社會衰微日復一日，莫

名其妙的，讓台灣走向未來發展的死胡同。吾人展望美國哈佛，回頭看看台灣

目前的教育，真是無任感概。 

六、哈佛醫學教育中心陽光午餐  

    是日中午在哈佛任教的兩位景福校友在Medical education center的中庭花園
請杏林午餐，每人一袋速食漢堡等食物用牛皮紙袋包裝得美觀大方，非常方便，

尤其是吃過回收方面十分環保。那個地方比台大醫學院基礎大樓大廳後的中庭

大許多，也有花圃種些樹木，雖然頂上有加防雨玻璃的棚架，但透光良好，給

人印象非常良好，寬闊好用，擺著一些休閒桌椅，杏林數十人在那裡用餐尚多

有餘裕。返台後亦曾建議院方比照辦理，據知院方亦曾著手研究，設施技術應

不成問題，但始終未見動工，可能是經費或……？讓人十分婉惜，因在學生及

老師均欠缺中午活動室外空間之際，現代人每每生活在室內居多，偶然若能處

於室外，解除一些室內封閉的感覺，見見陽光，透透氣，尤其能在室外用餐應

該更是會感覺生活的品質比較要好一些。這是在哈佛大學Medical education 

center中庭中午用餐給人的感覺確實如此。就吾人所知，之所以哈佛大學早已不

是私人興學時的哈佛，而是已經成為美國社會各階層有所共識的哈佛。到了20

世紀哈佛由於招收到世界各國精英的留學生，也著實地為世界地球村培育了不

少政治、經濟、法律等各界領導人才，名聞遐邇。而成為世界公認偉大傑出的

大學，早就擺脫了其原本的貴族形象提昇而為世界級教育界的學術泰斗，在學

術理論思想方面執其牛耳。 

七、船過水無痕，心中總悵然  



    在參觀哈佛醫學院時，景福校友特別介紹有一棟不俗的現代建築係學生活
動中心專屬使用，可惜由於暑假假日閉館沒有開放，所以過其門而不入，惟樓

高多層，未能廣開眼界頗以為憾。在離開哈佛時遊覽車導遊介紹路旁林蔭之中

一棟獨棟House係愛因斯坦昔日故居，由於既定行程，匆匆趕赴紐約City，也未

停車參訪，好似船過水無痕，心中總是悵悵然總是希望有那麼的一天，醫學校

區也能有一棟專屬學生活動中心的建物。 

八、東方齊天大聖，到此一遊  

而於 Visiting Harvard Library時一進門就看到一個規模十分大的 Bookstore並且
供應紀念品及衣物等，杏林人馬正忙著搶購，吾人則趁空走在哈佛原野風光的

樹林裡，四周安靜得連蚊子飛過都聽得到，四面空曠，既無房舍也無人跡，就

好似參加台大教職員登山會週日登山一般，風吹樹梢，葉聲簌簌，好不暢快。

一時之急，只好就如往昔登山時候找個幽暗荒僻所在倣效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

行徑，就算是留給哈佛樹頭一個小小的紀念也吧！ 


